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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6屆「婦女地位委員會」會議 

(The sixty-sixth session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關於第 66屆「婦女地位委員會」會議規劃於 2022年 3月 14 -25

日召開。與會對象邀請來自世界各地區會員國、聯合國實體和經社理

事會認可的非政府組織(NGO)，其出席代表將為會議做出貢獻。至於，

本屆優先主題為「在氣候變化、環境和減少災害風險政策和計畫的背

景下，實現性別平等和賦予所有婦女和女孩權力」，其資訊分述如下： 

一、概念說明 

(一)背景及目標 

1.成立專家小組會議目的：為加速實現性別平等和賦予所有婦女和

女孩權力為目標，專家小組會議評估當前研究、對政策進行實踐分

析，並就全面且綜合性的氣候變化、環境和災害風險等提出倡議，

以建立復原力並促進持久的綠色復甦。 

2.專家小組會議主要工作內容： 

(1)探討對氣候變化、環境和減少災害風險的政策和計畫，採取綜合

性促進性別平等方法之重要性。 

(2)確定增強婦女和女孩抵制氣候變化、環境惡化、生物多樣性喪失

和災害風險的能力的政策和計畫。 

(3)探討如何在氣候變化、環境和災害的背景下，尊重、促進以及保

護所有婦女和女孩的人權，包括享有健康環境的權利。 

(4)檢查在氣候、環境和減少災害風險領域對婦女(人權捍衛者)和女

孩的發言權和代理權之限制，並確定她們充分、平等以及有意義

地參與、領導和決策之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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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評估在氣候、環境和災害相關政策和規劃方面，促進性別平等的

融資機會。 

(6)探討邁向淨零綠色和藍色經濟的公正轉型過程中，如何促進性

別平等和婦女賦權，同時建立氣候、環境和災害風險復原力。 

(7)促進性別平等的戰略、政策和計畫，以確定永續消費及生產，如

永續能源轉型和促進再生糧食和農業系統。 

(8)婦女和女孩面對氣候變化、環境惡化和災害的背景下，加重無償

照料和家務工作，應評估並提出永續解決計畫，以識別、減少和

重新分配婦女及女孩的負擔。 

(9)在氣候、環境和災害風險的背景下，考慮性暴力和基於性別的暴

力，並在政策和計畫中提出有針對性的面對措施。 

(10)確定促進性別平等的氣候、環境和減少災害風險政策和計畫所

需的性別統計資料、資訊以及知識方面的差距。 

(11)探索問責機制，確保制定、資助和實施促進性別平等的氣候變

化、環境和減少災害風險的政策和計畫。 

3.本屆專家小組會議推動主題：一般專家小組會議係以「婦女地位委

員會」前幾屆會議的優先主題為基礎，本屆注意到「婦女地位委員

會」第 62、63屆會議的商定結論，其中強調需要：面對氣候變化

和環境挑戰，以及支持婦女和女孩的復原力和調適能力的促進性別

平等戰略。 

(二)全球規範和政策框架 

1.北京宣言暨行動綱領：強調環境惡化影響所有人，尤其是婦女(農

村和土著婦女)和女孩的貧困、健康和生計。進一步指出，不永續

的生產和消費模式(如工業化國家)，是全球環境惡化、貧困和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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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根源。 

2.永續發展目標：結合「北京宣言暨行動綱領」，2030 年永續發展目

標將永續發展、性別平等和賦權女性和女孩權力之間，建立不可或

缺的聯繫，並製定面對環境和氣候挑戰的綜合議程，如永續發展目

標 2、5、6、7、11、12、13、14及 15。 

3.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1)第 34號一般性建議(2016 年)：將環境惡化與農村婦女的人權聯

繫起來，並強調國家有義務維護農村婦女的土地權和自然權。資

源、健康、教育、就業、居住、水、衛生、能源以及參與。 

(2)第 37號一般性建議(2018 年)：強調氣候變化和災害對婦女和女

童造成的影響不成比例，並呼籲透過減少災害風險、減緩和調適

氣候變化等措施，以保護和促進她們的人權，例如減少化石燃料

的使用、跨界污染和溫室氣體排放以及促進邁向永續能源。 

4.里約公約：將性別平等考慮納入關鍵進程和機制，並努力實現性別

平等，如明確授權賦權女性權力以及享有人權。 

5.巴黎協定：正式承認氣候變化與性別平等、婦女賦權和實現其權利

的交集，包括健康權、土著人民、當地社區、移民、兒童、殘疾人

士和弱勢群體的權利以及發展權。 

(三)背景和關鍵問題 

1.自「里約公約」和「北京宣言暨行動綱領」通過以來，土地退化、

生物多樣性喪失、全球暖化、污染、災害和 COVID-19 等人畜共

患的流行病，已成為影響全人類以及環境的危機，尤其對農村、土

著和移民婦女和女孩的影響更加劇。尤其在工業化國家透過不永續

的生產及消費、土地利用、海洋、沿海和陸地資源開發、財富積累

等，這些皆具性別化且延續種族及階級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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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球暖化正影響地球上的每個地區，其中許多變化變得不可逆轉。 

IPCC於全球升溫 1.5°C 的報告重申，社會正義和公平必須是調適

氣候變化的發展途徑的核心方面，如果不採取措施以改善根深蒂固

的社會不平等(包括性別不平等)，將持續危害婦女權利。 

3.女性抵禦和從自然災害中恢復之能力，也受到性別不平等的強烈

影響。在大多數災害中，女性的死亡率明顯高於男性；而在災害地

區，女性的貧困率增加。這些對婦女的影響，因她們有限的流動性

以及結構性障礙和歧視性社會規範而更加複雜，這些因素繼續限制

婦女在家庭中的決策權以及在社區和更廣泛的政治參與。 

4.性別主流化在氣候、環境和減少災害風險框架中至關重要。透過制

定具有性別敏感的國家政策、計畫和行動，並將性別觀點納入政策、

監管措施和預算的設計、實施、監測和評估中，同時確保婦女在各

個層面有意義參與及領導，有助解決婦女和女孩的需求和優先事項。 

5.促進性別平等的融資工具和撥款是核心。 

6.透過生物多樣性保護以及邁向再生和綠色經濟轉型，以實現生態

和社會福祉。在能源、糧食系統或交通運輸等特定領域，應採取促

進性別平等的行動，扭轉數十年來的環境惡化、氣候變遷對性別影

響之趨勢，同時為婦女創造就業和謀生機會，促進獲得商品和基本

服務，並獲得適當的生活水平以及收入平等，以充分和平等地享受

人權。這意味著資源開採從過往不永續生產和消費的模式(獲取、

製造和丟棄)，需轉向可恢復、再生、資源豐富和減少浪費的循環

經濟。 

7.性別平等貫穿 2030永續發展目標大部分內容，但環境永續發展目

標是一個重大例外，包含水和衛生(永續發展目標 6)、能源(永續發

展目標 7)、基礎設施和工業(永續發展目標 9)、永續消費及生產(永

續發展目標 12)、以及海洋和陸地生態系統(永續發展目標 14 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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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缺乏性別指標。舉例：缺乏有關氣候、環境和相關領域的按性別

分列的數據和性別統計數據。然而，只有增加對此類性別數據和統

計數據的收集、分析和傳播的投資，才能實現轉型，以加強將促進

性別平等的環境、氣候和減少災害風險證據和分析有意義地納入政

策和計畫。 

(四)草擬文件 

1.「在氣候、環境和災害風險治理方面賦予女性權力：從國家政策到

地方行動」文件主旨： 

(1)以性別角度探討氣候變化、環境管理和減少災害風險。 

(2)在國家和地方層面的政策及計畫中，實現對氣候變化、環境和災

害風險減少的綜合性別敏感方法。 

(3)氣候和抗災能力方面的性別敏感良好做法及創新，以實現包容及

永續發展。 

2.「性別、氣候變化和災害：脆弱性、面對措施和前進之路」文件主

旨： 

(1)探討性別因素如何與氣候變化和災害存在關係。 

(2)受氣候變遷和災害影響最嚴重的人之脆弱性驅動因素。 

(3)從女權主義角度探討，從調適和緩解計畫中吸取之經驗教訓。 

(4)關心有彈性的未來女權主義倫理。 

二、報告 

大綱包含「性別差異化的氣候、環境和災害影響」、「結構性性別

不平等和性別風險」以及「在氣候變遷、環境和減少災害風險政策和

計畫的背景下，加速性別平等和賦權所有婦女和女童權利的主要挑戰

和建議」。至於下列相關挑戰之建議，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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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挑戰主導的經濟和發展模式」之建議 

1.提倡女權主義的環境和氣候正義，將其作為最具社會經濟和生態

可行性的戰略。 

2.在女權主義發展和環境團體之間建立共識和聯盟，以使國家和公

司對現有具有約束力的協議負責，這些協議確保發展權、生計權以

及健康環境權。 

3.倡導結束在政策制定中的不當、監管不足和誤導的企業影響。 

4.運用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原則，保護被殖民和土著人民，以及

當地社區的權利和領土等，並承認帝國擴張對人類和地球剝削的歷

史責任。 

(二)「加強婦女的無償照顧、家務和公共工作」之建議 

1.在製定、實施和評估氣候、環境和災害風險時，分析並考慮婦女和

女孩的時間貧困、身心疲憊和健康狀況不佳，以及家庭和社區中無

償照顧、家務和公共工作的不平等分配減少政策和行動，以確保減

輕和重新分配而不是加劇這些負擔。 

2.承認並優先考慮性別照護經濟及其在國家和非國家系統的生產、

再生產和福祉中之核心作用，需要支持性的進步政策，以促進婦女

獲得體面工作、勞動參與和公正永續發展的人權。 

3.增加對性別公正、節省勞動力的永續基礎設施(如能源、水和衛生

設施、交通)、公共優質服務(如衛生、教育、護理)、在護理和衛生

部門創造體面工作崗位的投資，以及社會保護，以減少婦女和女孩

的無償照顧、家務和公共工作，並提高她們對氣候和環境危機和災

難的復原力和恢復能力。 

4.促進婦女和女孩的參與、發言權和代理權，以倡導和監督 5R 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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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承認、重新分配和減少無償照顧和家務工作，並獎勵護理工

作者，並確保他們在與雇主和國家的社會對話中的代表性。 

(三)「性別暴力增加」之建議 

1.分享人道主義和災害干預措施中，用於減少和預防基於性別暴力

的做法，以納入氣候和環境政策和計畫。 

2.採取緊急行動，消除針對女性環境人權捍衛者(包括土著婦女)的暴

力行為，並保護其權利、生命以及祖傳的土地、領土和知識等。 

3.倡導複製和加強區域框架，例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埃斯卡蘇協

定》，其中包括關於環境事務中的人權維護者的條款，以及促進性

別平等的採納和實施。 

(四)「限制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權利」之建議 

1.運用女權主義生命週期和交叉方法，在 COVID-19 大流行以及氣

候和環境危機的經驗教訓基礎上，實現婦女和女孩的性和生殖健康

以及各種多樣性的權利。 

2.確保即使基礎設施可能損壞，提供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的服務、商品

和設備仍然可用，包括確保邊緣化和服務不足的人群平等獲得。 

3.反對將避孕作為氣候變化解決計畫的說法，轉而關注解決國家內

部和國家之間的不平等，特別是對氣候變遷負有最小責任的發展中

國家和高收入國家之間的不平等。 

(五)「遷移和流離失所」之建議 

1.為面對氣候和環境危機以及損失和損害的調適措施，可將安全移

徙作為女性戰略，但也須體認到這並不是解決計畫。 

2.降低風險、提高地區和社區的復原力，提供調適和緩解戰略之資金，

以及確保抵禦危機的責任不會轉移到社區成員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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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資於收集、分析和傳播性別平等、人權、氣候變遷、環境惡

化、生物多樣性喪失和物種滅絕、災害和移民等交叉領域的按性

別分列的數據，同時關注女性自身生活經歷。 

(六)「轉變全球和國家規範和政策框架」之建議 

1.加強關於氣候、環境和減少災害風險的國際協定，以及其操作規則、

實施程序和性別行動計畫之間的規範和政策一致性。 

2.加強和協調國家法律、政策和監管框架，打破壁壘，將減少氣候、

環境和災害風險與性別平等計畫和戰略聯繫起來。 

3.在性別平等尚未成為一項基本原則的情況下，將性別平等、人權和

不歧視作為主要目標納入氣候、環境和減少災害風險的全球規範框

架以及國家法律、政策和計畫中。 

4.在全球和國家的規範、法律和政策框架中，優先考慮受氣候變化、

環境惡化和災害影響最大，但對造成這些災害負有最小責任的人

(如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婦女和女孩的所有多樣性、土著人民、非

洲人後裔和其他邊緣化的性別和族裔群體)有意義地參與。 

(七)「重視和支持女性的聲音、代理、參與和領導力」之建議 

1.認識到小農、牧民、漁民和沿海社區在綜合治理、氣候和生態永續

方面作用。 

2.制定可比較的國家標準，瞭解婦女、婦女組織和性別平等機制在氣

候、環境和災害機構中的參與情況，以便隨著時間的推移進行監測。 

3.加強政府間協調機制，確保性別平等機制和婦女組織有意義地參

與永續發展、氣候變化、環境和減少災害風險管理的所有關鍵國家

政策進程。 

4.力爭在氣候、環境和災害機構和治理中實現性別平等；同時，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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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的「三分之二性別規則」。 

5.確保婦女和女孩的教育、培訓和技能，特別是在 STEM 領域，作

為知識和參與氣候、環境和災害風險治理和實踐的基礎。 

6.投資於婦女、土著人民、LGBTIQ 和其他邊緣化群體及其組織的能

力建設，以提高他們的領導能力和談判技巧，以確保更有意義地參

與有關氣候變化、環境和災害風險治理的決策空間和機構。 

7.提升政府官員的性別意識培力，以促進性別平等主流化和提高對

性別與氣候、環境以及災害彼此之關係。 

8.為女權主義集體行動打造互動、對話和建立聯盟的共同空間。 

(八)「促進性別平等的氣候和環境融資」之建議 

1.增加支持性別平等成果的氣候、環境和災害風險融資。 

2.對地方主導、促進性別平等的氣候和環境行動應用輔助性原則，並

建立國家或地方小額贈款設施。 

3.保護和擴大氣候和環境融資機制的資格和直接使用權，包括婦女、

基層和土著組織提供優先使用權的贈款。 

4.優先投資女性擁有或領導的中小微型企業，特別是在促進生態農

業、分散式永續能源或其他永續發展企業的行業。 

5.加強和協調問責制和透明度機制，以監測、跟蹤和評估公共和私人

融資和投資。 

(九)「婦女處於氣候變化行動的中心」之建議 

1.確保收集性別統計資料，並基於性別分析和性別影響評估規劃氣

候變遷減緩和調適。 

2.設計減緩和調適氣候變遷的計畫，減少而不是增加婦女和女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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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償照顧、家務和公共工作。 

3.為促進性別平等的氣候減緩和調適計畫，建立有效的監測和報告

機制，以確保有效響應婦女和女孩的需求和優先事項，並克服多種

交叉形式的歧視和系統性權力失衡，以實現性別平等。 

4.審查環境和社會影響評估的程序和標準，包括性別分析和促進性

別平等的協商流程以及治理安排，這些流程和治理安排，通過干預

措施的設計、實施和監測來實現所有性別群體的平等利益。 

5.使用婦女賦權農業指數等工具，分析和解決在設計、實施和分析面

對氣候變遷而製定的政策和計畫(包括融資機制)中的性別差距。 

(十)「婦女於生物多樣性保護以及永續糧食與農業系統作用」之建議 

1.確保對糧食主權和農業生物多樣性採取基於權利、促進性別平等

的方法，公平獲得土地、資源、資產和機構，公平和公正地分享福

利。 

2.制定政策和計畫，促進婦女參與和控制農業生態糧食生產，從而恢

復生物多樣性、再生農業生態系統，並提供抑制氣候變遷和其他災

害風險的能力。 

3.重視和開發基於女性本土、地方和傳統知識、創新和實踐的解決計

畫，特別是在永續糧食系統的建設、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永續利用、

氣候變遷減緩和調適方面。 

4.將婦女在除農業以外的其他生產部門(如畜牧業、林業、漁業、能

源和基礎設施)中的作用、貢獻和需求納入《生物多樣性公約》，並

確保婦女在這些部門從事非正規或無償工作部門得到認可。 

5.確保 2020 年後，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中全面考慮性別因素和利

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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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確保性別公正的過渡」之建議 

1.在所有公正的過渡措施中，將性別平等納入主流，採取交叉方法，

確保婦女在設計、實施、監測和評估的所有階段，有意義和平等地

參與所有多樣性和其他邊緣化群體，以確保平等的結果和利益。 

2.促進社會對話，包括與工會、雇主、政府和民間社會的有意義接觸。 

3.為女性進入永續能源部門的技術行業和工作創造途徑和機會。 

4.增加婦女和女孩接受 STEM 教育和培訓的機會。 

5.製定國家和地區計畫時，納入針對性別的政策。 

6.考慮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的不平等，以確保公正的過渡戰略減少

而不是增加經濟、社會、環境和性別不平等。 

 

原文：The sixty-sixth session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摘譯日期：2022年 3月 8日 

原文網址：https://www.unwomen.org/en/csw/csw66-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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